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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 通过对童车前脸造型视觉意象因子的提炼，提出基于情感认知的造型设计方法，优化儿童

的视觉感受并提升其在使用过程中的心理愉悦度。方法 首先基于情感认知的相关理论，探寻儿童深层

次的情感需求；其次收集童车造型图片和视觉意象词汇，并结合定量分析的研究方法和克伦巴赫 alpha
系数可靠性检验方法，萃取出童车前脸造型样本和视觉意象词汇；接着利用语义差异法和数据统计分析，

并结合因子分析法提取主意象因子；最后建立儿童满意度与主因子之间的映射关系。结论 通过情感认

知理论和实验分析，知道了不同儿童对前脸造型有不同的偏好，明确了前脸造型设计中的“快速”和“欢

快”两个主意象因子，建立了童车前脸造型特征与儿童情感之间的关联，为产品的后续研究提供了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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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work aims to put forward a modeling design method based on emotional cognition to optimize the 
visual feeling and promote the psychological pleasure degree of the children during the use, through the extraction of the 
visual image factor of baby carriers’ face modeling. First, based on the relevant theory of emotional cognition, children's 
deep emotional needs were explored. Then, the modeling pictures and visual image words of baby carriers were collected, 
and the quantitative analysis methods and Cronbach's alpha coefficient reliability test method were combined to extract 
the face modeling samples and visual image words of baby carriers. And then, the semantic differential and statistical 
analysis of data were used to extract the main image factors in combination with factor analysis. Finally, the mapping re-
lationship between children’s satisfaction and main factors was established. The emotional cognition theory and experi-
mental analysis show that different children have different preferences for the face modeling of baby carriers. The two 
main image factors (“speedy” and “pleased”) in the face modeling design are clarified, and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face modeling features of baby carriers and the children's emotions is established to provide a reference for the further 
study of the produ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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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关数据显示，中国零岁至三岁婴幼儿有七千多

万，约占零岁至十四岁儿童人口总数的五分之一[1]，

预计未来五年内，中国每年将迎来一千八百万左右的

新生婴儿[2]。庞大的消费市场为儿童玩具行业的快速

发展奠定了基础，童车在中国属于玩具行业，并在儿

童成长的过程中逐渐从奢侈品向必需品演变。 
国内外在童车的舒适性和安全性设计研究方面

都比较成熟，美国的 Kent 和中国的好孩子等著名童

车品牌，秉承安全舒适、便于携带的设计理念，在做

好品质保证的同时，其设计和制造都优先考虑了婴幼

儿的安全性和舒适性。在舒适性和安全性研究之外，

面对愈发激烈的市场竞争以及童车功能、外观的相似

性非常显著的环境，童车的设计研究逐渐从功能向儿

童情感过渡。童车既要满足儿童活动的要求，又要符

合儿童的情感认知[3]，前脸造型在童车整体设计中是

不可忽视的一部分[4]，前脸造型风格和儿童情感诉求

匹配的程度成为吸引儿童的重要因素，同时也成为设

计师和研究者设计重点转移的方向[5]。 
本文基于儿童情感认知的研究基础，深入分析了

儿童的情感需求，探索了儿童视觉感知意象与童车前
脸造型要素的关系，讨论了童车前脸造型的情感化设
计方法，将视觉意象因子进行参数化转化，为童车前
脸造型的设计研究提供了可视化的数据支撑，为童车
产品的整车造型设计提供了参考。 

1  儿童情感认知理论基础 

情感是人在学习及认知增长的过程中，外界的影
响因子传递了一种具有一定意义的信号并引起的比
较稳定的态度和体验。在心理学上认为情感是人对客
观现实的一种特殊反映形式，是人脑对价值的主观反
应[6]。认知是认识外界事物、获取知识的智能加工过
程，包括学习、记忆等一系列的心理现象。儿童情感
认知理论是从儿童情感角度出发，探寻儿童在学习、
认识新事物过程中情感需求的变化，为儿童产品的设
计提供了理论指导。达迈科学有限公司 Halimahtun 
M. Khalid 认为产品的情感属性大于功能属性，并提
出了预测用户的需求，认为最重要的方法就是了解用
户的情感和情感需求[7]。 

情感认知在设计领域中有广泛的应用。宋继东在

图形化用户界面的设计中引入情感元素，认为情感性 
 

的存在是体现界面科技性不可缺少的条件[8]；曾艳萍

将儿童家具与情感化相结合，认为儿童在成长过程中

的心理和生理问题应该得到足够的重视，趣味性以及

模块化设计应作为儿童产品设计的重点方向[9]。 
在情感认知理论体系中比较完善的有感性工学

理论和三层次理论[10]。感性工学起源于日本，由山本

健一在“汽车文化论”演讲中首次提出，并且最早应

用于汽车设计行业中。它以人为设计中心，在设计过

程中着重考虑消费者心理、视觉、情感需求，并将产

品的特征和用户情感需求进行量化分析，建立起两者

之间的映射关系[11]。三层次理论由美国心理学教授唐

纳德·诺曼提出[12]，从本能层、行为层和反思层三个

层次分析了情感在设计中所处的地位，以及如何利用

这三个层次设计出满足用户需求的良好产品，并提出

产品的价值是通过满足情感需要体现出来的，而不仅

仅是通过外观和功能的改变。 
李征在研究情感与人本设计关系中提出[13]，情感

化设计的概念，就是结合触觉、视觉等感觉器官，将

情感的设计要素与产品融合，使用户获得精神上的愉

悦，达到产生共鸣的效果。许世虎在研究情感化如何

影响产品的设计的过程中指出[14]，情感化设计理论的

出现是因为情感因素对满足用户需求的影响没有得

到重视，反而过分强调功能因素。  
张雯靖从儿童体验的角度，并以儿童认知、心理

学为基础，对电动童车设计研究，提出满足感官、情

感、互动、教育体验的童车产品设计理论。童车前脸

造型的设计应从优化儿童视觉感受出发，激发儿童内

心对情感的需求，提升儿童使用过程中的心理愉悦度。 

2  童车前脸造型设计与研究 

本次实验设计的主要目的是研究儿童情感与不

同造型之间的关系，分析讨论童车前脸造型设计的方

法，整个实验设计流程见图 1。 

2.1  童车样本的选取 

市场上现有的童车种类丰富、款式多种多样，为了

更好地实现对已有童车前脸的造型进行分析、归纳这

一目标，本文将通过走访大型商场和生产厂家、儿童玩

具网站、儿童杂志等各种途径收集实验所需的童车图

片，然后进行初步地整理和筛选[15]。样本选取过程见图 2。 

 
 

图 1  实验设计流程 
Fig.1  Process of experimental design 

 

 
 

图 2  样本选取过程 
Fig.2  Process of sample sele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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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1  童车图片的收集与初步选取 

实验前期共收集了九十张童车图片，包括同一品

牌的不同车型，不同品牌的不同车型，经过从相似性、

清晰度等方面对比筛选，初步选取了四十二张童车图

片，每一张样本图片都有不同的前脸造型特征，初步

选取的童车图片见图 3。 

2.1.2  童车样本的加工与制作 

通过分析初步选取的童车图片，可以将童车按照

前脸特征分为两类：一类是仿照真车前脸设计的童

车，另一类是仿照卡通车前脸设计的童车。选择仿真

车造型的大部分是男孩，整车显现出较好的速度感，

符合男孩的性格特点；选择卡通车造型的一般是女

孩，整车显现出可爱、优雅的特征，符合女孩的气质

特点。为了确保最终参与实验的童车样本更具代表性 
 

并且能够满足实验的需要、减轻被试的视觉疲劳，对

初步选取的童车图片进一步萃取。 
在萃取的过程中为了避免色彩、材质和品牌的影

响，将初步选取的四十二张童车图片进行灰度模式处
理[16]，并对亮度细致调整，使各样本协调一致，尽量
保证亮度的中间值和标准偏差基本一致，能够显示出
造型细节。将处理后的四十二张童车图片做成问卷的
形式，对三岁至六岁的儿童走访调查，让他们根据自
己的喜好选取四张最喜欢的童车图片，最终通过统计
分析得到了四张萃取后的童车图片见图 4。 

在实验过程中为了避免车身、方向盘、轮胎形状
等其他外界因素对童车前脸造型产生干扰，对萃取  
后的童车图片进行前脸特征线的提取，前脸的每部  
分元素用色块表示，制作出的童车前脸造型样本见  
图 5。 

 
 

图 3  初步选取的童车图片 
Fig.3  Preliminary selection of baby carriers’ pictur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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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萃取后的童车图片 
Fig.4  Extraction of baby carriers’ pictures 

 

 
 

图 5  童车前脸造型样本 
Fig.5  Samples of baby carriers’ face modeling 

 
2.2  视觉意象词汇的选取 

对于产品外观的心理预判可以通过形容词汇来

描述，这些词汇通常被称为视觉意象词汇。通过这些

词汇使设计师能够更好地了解使用者对产品的期望，

使童车的造型更好地满足儿童在使用过程中的心理

需求。词汇的选取可以结合标杆分析、问卷调查、专

家访谈的等方法，然后再进一步萃取，最终得到五个

视觉意象因子。词汇选取过程见图 6。 

2.2.1  视觉意象词汇的收集与初步选取 

通过对儿童语言认知发展的研究，一岁半的儿童

能够掌握一百个左右的词汇，例如爸爸、吃饭、胳膊

等简单的动词或名词词汇，并且随着年龄的增长，词

汇量成线性增长，如儿童词汇量发展见图 7：在三岁

至六岁的时候，对生活中常见的词汇都能够理解，例

如漂亮的、可爱的等形容词汇[17]。儿童对词汇的理解

能够满足本实验所需。 
视觉意象词汇的收集是通过儿童玩具相关的产

品网站、词典、玩具杂志、儿童访谈以及之前做儿童

产品设计时所研究的文献，共收集到与儿童理解能力

相匹配的形容词汇共五十二个，如可爱的、卡通的等。

词汇的数量是为了给后期的问卷调查以及实验夯实

基础，如果词汇过少，会影响被调研者意向的表达，

如果过多不便于后期数据统计以及增加被试的疲劳

度，所以将前期收集到的视觉意象词汇按照意义相近

程度进行初步筛选和归纳，并根据童车前脸造型的特

征，对词汇的贴近程度和语义概括程度加以分析，提

取出更贴合童车造型意象的形容词汇。整理归纳后保 

 
 

图 6  词汇选取过程 
Fig.6  Process of words selection 

 

 
 

图 7  儿童词汇量发展 
Fig.7  Children's vocabulary development 

 
留了十一个视觉意象词汇。 

2.2.2  视觉意象词汇的萃取 

将初步选取出的十一个视觉意象词汇与前期选

取的童车前脸造型样本一起制成问卷调查表，向三岁

至六岁的十八位儿童发放，被试人员具体分布见表 1。

这个阶段的儿童已经具备了对词汇的理解认知能力，

并且作为被试具有较强的代表性。为了使实验结果更

可靠及数据数量符合统计学的要求，调研者逐个讲

解，并要求每名儿童选出五个自己认为符合前脸造型

特征的形容词汇，视觉意象词汇调查结果见表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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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被试人员具体分布 
Tab.1  Specific distribution of the testees 

年龄 人数 
3~4 岁 4 
4~5 岁 6 
5~6 岁 8 

 
表 2  视觉意象词汇调查结果 

Tab.2  Survey results of visual image words 

视觉意象词汇 票数 
1 轻巧的 6 
2 快速的 9 
3 动感的 7 
4 简单的 5 
5 欢快的 9 
6 独特的 5 
7 安全的 14 
8 新颖的 5 
9 优雅的 5 

10 圆滑的 11 
11 卡通的 14 

 
表 3  形容词词汇对选取统计 

Tab.3  Statistics of adjective pair selection 

形容词词对 票数 
卡通的—仿真的 14 
安全的—危险的 14 
圆滑的—棱角的 11 
快速的—缓慢的 9 
欢快的—平静的 9 

 
结合克伦巴赫α信度系数将实验数据进行信度

检验，得出可信度和频率较高的五个视觉意象词汇：

卡通的、安全的、圆滑的、快速的、欢快的，并根据

语义差异法建立一组意思相反的形容词词汇对，形容

词词汇对选取统计见表 3，以此来进行感性数字评分

测量。 

2.3  建立语义差分量表 

为设计满足儿童情感需要的前脸造型，必须将视

觉意象词汇与造型特征相匹配，并且探讨童车前脸造

型与意象词汇之间的关联，在限定功能因素的基础

上，结合视觉意象进行参数化分析，得到影响造型设

计的视觉意象因子。 
将萃取出的五组视觉意象词汇与图 5 选取出的

童车前脸造型样本结合，建立语义差评分量表见图 8。

五组视觉意象词汇作为测度标准，评分量表分为–3、

–2、–1、0、1、2、3，一共七个分值，作为被试对童

车前脸造型样本符合情感意象相应程度的评价，被试

者根据观察后的主观感受选取相应的评价分值。 

 
 

图 8  语义差评分量表 
Fig.8  Semantic differential rating scale 

 

表 4  被试人员构成 
Tab.4  Composition of the testees  

年龄 人数 
3~5 岁 9 
5~6 岁 11 

 
表 5  代表性意象评测值 

Tab.5  Evaluating value of representative images 

样本 卡通的 欢快的 安全的 圆滑的 快速的

1 1 1.8 –0.8 –2.4 –2 
2 0.2 –0.8 1.6 –1.4 –1.8 
3 –1.6 0 1.2 1.2 0.4 
4 1.2 1.6 1.4 –0.8 2.2 
 

表 6  可靠性分析报告 
Tab.6  Reliability analysis report 

观察值处理摘要 可靠性统计 
 数字 % Cronbach Alpha 项数

有效 4 100.0 0.813 4 
排除 a 0 0.0   

观

察

值 总计 4 100.0   
 
使用语义差异法对已经选定的四个童车前脸造

型样本进行感性评价。为了保证实验数据的可靠性，

在打分前首先要给被试者进行初步讲解，让被试者完

全了解实验的要求和目的，然后根据自己的主观感受

和判断，勾选评价的分值。实验选取三岁至六岁的儿

童作为被试，被试人员构成见表 4，收回有效评分量

表二十份。然后将这二十份量表数据输入 SPSS 软件，

根据统计学方法对数据进行处理[18]。 

3  童车样本数据统计与分析 

3.1  数据统计 

统计整理调查问卷数据，可以得到每个样本在利

用不同语义词汇进行意象测试后的平均分值。代表性

意象评测值见表 5。 

3.1.1  可信度检验 

借助 SPSS 22.0 统计软件，对样本的评价得分

进行信度分析，整体样本的α信度系数为 0.813，且

每个样本的α信度系数均大于 0.7，可靠性分析报告

见表 6，实验数据的可靠性较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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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2  变量的共同度检验 

为了确定提取的公共因子与原始变量在数据上
的关联程度，需要进行共同性检验。经数据统计分析
得到共同性列表，描述性意象共同性见表 7。测试意
象因子的共同度都达到 0.7 以上，且共同度在 0.8 以
上的占总意象 80%，因此意象因子信息提取较为充
分，实验问卷效度较高。 

3.1.3  因子贡献度分析 
因子分析所得的因子复负荷可以作为衡量因子

贡献度的标准，其复负荷的绝对值越大，该成份的贡
献度越大。 

意象因子复负荷列表见表 8，第一个意象成分初
始特征值为 2.805，第二个意象成分初始特征值为
1.419，两个意象主成分共解释了所有因子 84.49%的
变异，所以两个意象主成分可以较好地进行变量解释 

3.2  主因子分析和提取 

根据实验结果可以得到主因子的意象成分，及各
意象成分的载荷系数，意象词汇分析结果见表 9。 

从主成分旋转矩阵中可以看出，第一主成分中卡
通的载荷系数为 0.867，欢快的载荷系数为 0.934，圆
滑的载荷系数为–0.651，这三个意象因子的载荷绝对
值最大，能够包含最多的第一主成分因子的变量信
息，顺序依次是欢快的＞卡通的＞圆滑的，而欢快是
从情感角度描述儿童对造型的评价，包含儿童内心愉
悦的、高兴的等积极情绪，且载荷系数最高，所以可
以选择“欢快”作为第一主意象因子。在第二主成分
中，安全的载荷系数为 0.581，圆滑的载荷系数为
0.676，快速的载荷系数为 0.987，三者能够包含最多
的第二主成分因子的变量信息，顺序依次为快速的＞
圆滑的＞安全的，快速是儿童对童车前脸造型的心理
感受，动感的、流线的都是具有代表性的词汇，且载
荷系数最高，所以可以选“快速”作为第二主意象因子。 

3.3  情感主因子与童车前脸造型设计实践分析 

通过主意象因子与前脸造型样本的综合分析，得 

 

出前脸造型在设计实践中的具体方法。前脸车灯和雾

灯在设计过程中使用圆形、椭圆形或圆滑的封闭曲

线，可以给儿童传达出欢快的感觉；使用直线和曲线

形成的闭合图形，象征着流线型的风格，可以给儿童

传达出动感、快速的感觉；呈倒梯形的进气格栅，与

笑脸的形状相似，可以传达给儿童愉快的感觉，而正

梯形经常和鲨鱼的嘴联系在一起，传达出凶猛、快速

的感觉。直线和曲线不同的结合方式，会给儿童带来

不同的感受。 

3.4  儿童认知满意度与情感主因子的映射关系式 

视觉意象词汇承载着儿童对童车前脸造型的满

意度，从中提取的两个主意象因子“欢快”和“快速”可

以和认知满意度建立映射关系式： 1 1 2 2Y X X   。 
Y 儿童对童车前脸造型的满意度， 1X 为“欢快”主

因子， 2X 为“快速”主因子， β 为主意象因子对儿

童满意度的权重值。由表7分析可知主意象因子对满

意度的比例系数大小是由因子负荷初始特征值决定

的，所以权重值可用如下公式表示： 2

1

i
i

i
i










， i

表示第i个主成分的因子负荷初始特征值，所以儿童

满意度与两个主意象因子的映射关系式为： 

1 2Y 0.664 0.336X X  。 
 

表 7  描述性意象共同性 
Tab.7  Descriptive images' commonality 

意象 初始 提取 

卡通的 1.000 0.880 

欢快的 1.000 0.894 

安全的 1.000 0.771 

圆滑的 1.000 0.881 

快速的 1.000 0.999 

表 8  意象因子复负荷列表 
Tab.8  List of image factor load 

初始特征值 提取平方和载入 旋转平方和载入 
成分 

总计 方差 累加% 总计 方差 累加% 总计 方差 累加% 

1 2.805 56.099 56.099 2.805 56.099 56.099 2.406 48.114 48.114 

2 1.419 28.388 84.487 1.419 28.388 84.487 1.819 36.373 84.487 

3 1.276 7.544 92.031       

4 0.368 5.614 97.645       

5 0.241 2.355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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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9  意象词汇分析结果 
Tab.9  Analysis results of image words 

主成分矩阵 主成分旋转矩阵 
主成分 主成分 意象语义 

1 2 1 2 
卡通的 –0.822 0.323 0.867 –0.169 
欢快的 –0.709 0625 0.934 0.147 
安全的 0799 0.180 –0.577 0.581 
圆滑的 0.912 0.221 –0.651 0.676 
快速的 0.395 0.918 0.159 0.987 
 

4  结语 

儿童情感认知直接决定其对童车前脸造型的满

意度，通过以上研究得出以下结论：（1）通过对童

车样本图片、形容词汇进行整理分析发现，男童对童

车前脸造型的喜爱偏向于仿真造型，女童更偏向于卡

通造型；（2）在此基础上，结合定量分析法从实验数

据中萃取出“安全的”、“卡通的”、“快速的”、“欢

快的”、“圆滑的”五个视觉意象因子；（3）通过

感性评价实验，并结合因子分析法对实验数据进行分

析，提取出“快速”和“欢快”两个主意象因子；（4）

通过主因子的旋转矩阵，得到儿童认知满意度与主意

象因子之间的映射关系式，为童车前脸造型的设计继

续深入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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